
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
— 兼论 “早蜀文化 ” 的特征及其发展

陈显丹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南兴镇 原名广汉县中兴场 三星村�是一处重要的早期蜀文化
遗址群。其分布面积达 平方公里左右�在四川古代史的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三星
堆�实际上是三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隆起的顶部为椭圆形�南北长�东西窄�最高处高出
堆旁田地约 米。由于近年来的诸多原因�现仅残存部分。

年 月至 年 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会同四川
大学、广汉市文管所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使我们获得了丰富的文物资料。但由
于种种原因�近几年的发掘资料除 年 月至 年的第一次发掘资料已发表外�〔幻 其

余均未公布。因此�现将近几年的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及相关问题简介于后�其目的是为了让
研究者在正式简报或报告整理发表之前�对该遗址的大致分期情况有所了解�期能对研究广
汉三星堆遗址文化的内涵、年代等诸间题有所帮助。这也是笔者的根本愿望。有不妥之处�
请专家学者予以赐教‘

一、 年至 年发掘概况

。年 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在三星堆堆子的东侧进行了试掘�获得了一
些陶、石器。同年 月至 年的 月�在 月的试掘基础上�又在三星堆堆子中部的东侧
进行发掘。按座标法将发掘区分为 、 、 、 四个区域�开 米探方 个�发掘面积
为 平方米�加上 年 月试掘的 个探方�共开方 个�计发掘面积为 平 方 米

图一 。后来我们将这一发掘地点编为三星堆遗址的第 发掘区。此次发掘�发现房屋遗
陈显丹 年生于成都�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 队 付 队 长 �

助理研究员。从 年以来一直参加和主持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及广汉锥城城墙的发掘工作�目前正从事广汉三星
堆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主要论著有 《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性质》、 《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人物造型艺术初探》、 《牙
璋初论》、 《略谈广汉文化有关问题— 兼论广汉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 《我国古代墓葬的防腐措施》、 《略论巴蜀墓
葬的随葬品组合和坟饰符号的异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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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甲组房址的墙基沟槽内还掘有小沟槽�而乙组则无。

迹 仑座、灰坑 个、墓葬 座�玉
石器 多件�陶器 余件及 万余

片陶片。
一 房屋遗迹

房屋基址绝大部分分布在原生

地、地势较高的东北部。打破叠压
关系比较复杂�后期扰乱破坏也较
严重�但从繁多的柱洞 和 沟 槽 遗
迹�仍可窥视出一些房基的布局和
大体结构。他们均为地 面 木 构建
筑�平面绝大部分呈长 方 形 和 方
形�仅两座为圆形。面积一般在尸
至 平方米之间�门向不一�多在
一侧开门�居住面较坚实�似经过
踩踏或拍打。少数在上面还加一层
白膏泥。 座房址�根据地层和迭
压打破等关系�可分为早、晚两期�
其年代分别在夏商之际。

早期房址共 座�平面呈圆形
的两座 、 、呈方 形 的
一座 。晚期房址�根据 相
互间的打破关系等�又可分为甲
乙两组。两组房址均为地面木构建
筑�基本特征一致�但也稍有差异。

这两组房基沟槽通常宽 至 、深
至 厘米�沟壁整齐坚实�沟底掘柱洞或小沟槽�柱洞直径一般在 至 、深 至 厘米之

间�洞距一般在 至 厘米之间�其墙体为 “木 骨草拌泥墙 ” 图版叁� 。
二 墓葬

共发现 座�时代大致在夏末商初。系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无葬具及随葬品�仅在填土内发
现一些陶片。葬式有直肢和曲肢。墓主多系 岁以下的幼儿�仅 �为 岁左右的成年女性。〔“〕

三 陶器

能复原者和较完整者计 余件�主要类型有圈足豆 小平底陶罐、高领罐、翻领罐、深
腹罐、孟、高柄豆、鸟头把勺、圈足盘、壶、瓶、杯、碗、碟、盖等。质地以夹砂褐陶为主。

四 生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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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显丹 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
计 多件、其质地主要为陶、石两大类。其种类有纺轮、网坠、刀、凿、磷、斧、矛、

锥、柞等。石器基本上通体磨光。石质多系片岩、页岩、板岩等。
此次发掘�初步认识了广汉三星堆遗址文化的特征是以小平底陶罐、圈足盘、鸟头把勺、

高柄豆、高圈足豆为基本典型器物 确立了广汉三星堆遗址时代的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
通过室内整理�将此次发掘的遗物和地层的分层 发 掘 地 层 共 分 层 情 况� 〔“〕分 为
三大时期。第 层至 层为第一期�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遗物主要有镂孔高圈足豆、平
底器及荷叶边口沿的夹砂陶器及个别的小平底陶罐。陶质陶色以泥质灰陶为主�纹饰以几何
形刻划纹、细弦纹和小型的附加堆纹为主。第 层为第二期�属夏至商代前期�出土器物主
要有镂孔高圈足豆�小平底陶罐、高柄豆、深腹罐等。陶质陶色以夹砂褐陶为主。第 层为

第三期�属商代中期。出土器物主要有镂孔圈足豆、小平底陶罐、高柄豆、器盖、杯、盘、
鸟头把勺、陶益等器形�陶质陶色仍以夹砂褐陶为主。

年 月至 月�我们又在三星堆第三个堆子的南侧进行了两次小规模的发掘 属三

星堆遗址第 工发掘区 �面积为 。平方米。这两次发掘的重要收获是发现了商末周初 的地
层。出土物与三星堆遗址商代中期的器物相衔接。此次发掘地层共分 层� 至 层为农耕

土和宋代层� 至 层为文化层�出土遗物主要有小平底陶罐、乳头状足的陶秃、尖底盏、
薄胎尖底罐等 图二 。这些出土遗物又恰好与新繁水观音遗址出土的器物相衔接�从而弥
补了四川地区从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的这一空自缺环 另一个重要的收获则是窑址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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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年发掘出土部分陶器图

③ 、 高领小平底陶灌

③
③

、 、 。高柄豆豆盘
尖底盏 ③

圈足圈底盘 � ④ 陶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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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杯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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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窑址平面呈马蹄形、窑底为斜坡形、窑壁较直、窑口约 厘米 窑后有一 烟 道。窑 长
、 不包括烟道 、宽 、深 一 厘米 图三 。

年 月 日至 月 日我们在距三星堆北面约 米的真武宫西泉坎开了 个

米的探方�发掘面积为 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石器�在出土的陶器中�其类型和特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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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年第一发掘区发现的露天窑址

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同属一个体系。其主要类型有小
平底陶罐、尖底罐、高柄豆、鸟头把勺、尊形器、盖纽、
三 足 形 炊 器的足等 图四 。这使我们对该遗址的
分布范围及面积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同时在这 里 发
现了大量的成品及半成品的石璧和废料及房屋 基 址�
从而推测这里可能是石壁的加工作坊。第一个双 手 倒
缚的石雕奴隶像也是在这里发现。与此同时�我 们 通
过反复调查�发现了三星堆遗址的城墙。这对该遗址所
处的社会性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同年 月至

年元月�我们配合砖厂取土又在三星堆第一个堆
子的北侧下进行发掘�面积为 平方米。所获之物

、‘…喇
�一卿 口 门 了

、

�住�爪
灯月 八一》琦

图四 年西泉坎出土部分器物图

一 宽沿器 ④ 一 。陶罐 ② 尊形器 ② 盖纽

② 高圈足盘 ④ 长颐壶 ② 、 。尖底罐 ② �
高领雄 ② 。深腹罐 ② 小平底陶罐 ② 高足深腹杯

② 高柄豆 ③
主要是夏商之际的陶石器。

年 月至 月�为配合砖厂取土和教学任务�我们与川大考古专业师生联合进行了
发掘�面积达 平方米�是历年来发掘面积最大的一次。此次发掘也是文化层堆积最厚、
地层迭压关系明确、出土物最丰富的一次。这里的文化层堆积达 厘米左右�通过发掘�可
将这里的地层划分为 个大的地层、 余个地层单位。为此�给我们提供了验证以前各次发
一 ‘—



陈显丹 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

掘地层迭压关系的一次重大收获 表一 。这次出土遗物种类主要有荷叶边形的深腹炊器、
广汉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分期对取裹

云 、、 友

巡二认 区…
分期 众头、

一 年

近至

现 汉

代代

年… 、年 年 … 年— — — — 备 注

西泉坎

一 一一一队一…一…一一…一 一
“

一 一 …一一片丰一剑茸 一一 一… … … 第四期根据地层和出土资料分… “ “ � 还可以分为前、后两段�这” …“ …“ …“ 步工作待今后的详细分期工作进
… … 行。

一 “ “

一一

一……一

一四期

期 “

第一期亦可分为前、后两段�前
段为 、 层�主要出土器物为
平底器、圈足豆、宽沿器。后段
为 、 层�开始出现极少量的小
平底陶幼和高柄豆。

型高柄豆、壶、杯、瓤、三足形炊器、陶孟、器盖、鸟头勺把、瓶、小平底陶罐、大口瓮、
雕花漆器 图版叁� 等器物近 千件�灰坑 个�房址数十座。此次发掘�不论是 器 物
的演变或是地层的迭压打破关系都较为清楚。从时代来讲�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两千
年时间的延续从未间断过�这对于认识陶器的演变和分期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二、三星堆遗址文化类型的分布范围及初步分期
一 、、主要分布范围
以小平底陶罐、圈足豆、尖底罐、高柄豆、鸟头勺把为基本组合的陶器�是三星 堆 文 化

尸 产 。

所代表的 “早蜀文化 ” �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这种文化因素在成都青羊宫遗址、〔〕方池
街、〔〕指挥街、〔。〕十二桥、〔〕新瘾 新繁水观音、〔〕汉源背后山、麻家山 〔。〕雅安地
区的沙溪、〔〕荣经县同心村 〔�‘〕等遗址均有发现�出土的小平底陶罐、尖底罐、圈足豆、高
柄豆等均与三星堆遗址文化显示出同一风格�从而可知三星堆遗址文化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川
西平原较广泛的地区。中心地区大致处于现在行政区划的广汉、彭县、成都地区。迄今在川
北的间中也有发现�但尚缺乏科学发掘资料�是否还存在着某些地域性差异�有待今后探讨。

二 、三星堆遗址陶器的初步分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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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第一期陶器图

一 宽沿器 ‘ 旧 ④ 一 、 、 、 。宽沿
盆形器 。 透、 、 、 、 、‘小平底陶雄
呢 叮 ④ 连、 、 。高柄豆圈足 ⑩
、 、 高圈足豆 通⑥ 召� 峨 。 。、

平底器 ‘ 深旗盆形 器。

我们研究三星堆遗址的陶器分

期�首先是以可靠的地层堆积和遗
迹的早晚关系及类型学上的排比作

为陶器分期的依据。因此�这里主
要选用了我所在 。年至 年的

发掘资料�对三星堆遗址的陶器进
行初步分期。

第一期�出土的陶期以泥质灰
陶为主�其比例占整个陶质的
左右。其地层主要是第工发掘区的
第 层至 层�西泉坎的第 层。
出土遗物大部分是碎陶片�能看出
器形或复原者极少。可辨器形主要
有平底器、宽沿器、镂孔圈足豆、
喇叭形器、钵形器、荷 叶 口沿炊
器、和个别小平底陶罐等 图五 。
纹饰主要为细绳纹、平行线纹、附
加堆纹�其次有少量方格纹和粗绳
纹。其时代大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 年 。
第二期 泥质灰陶比例急聚下

降�由第一期的 左右下降到

左右�其质地以夹砂褐陶为主。
主要地层有皿区的第 层、 层�

西泉坎的第 层。在这一期中�第一期出现的器物继续流行�但亦有所变化。如一期出现的
内黑外褐的镂孔圈足豆�在第二期豆盘加深加大�圈足由原来的外撤变得向内弧曲。小平底
罐数量增多。第二期新出现的器形有喇叭形大口罐、陶益、 型高柄豆、酒 瓶、蔚圈足盘 、
器盖、顾、杯、碗、碟等 ‘图六 �并出现个别鸟头把勺。纹饰品种增多�常见的纹饰 有粗 绳
纹、细绳纹、刻划纹、戳印纹、附加堆纹、锥刺纹、平行线纹、凸棱纹、人字纹、 “心形 ”
纹等�以粗绳纹为主�细绳纹次之�其时代大致在夏至商代前期 。一 。年 。
第三期 陶质陶色仍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陶的比例略比二期下降。其地层主要有第皿

发掘区的第 层、 层�西泉坎的第 层。在器形方面形式多样�主要有小平底陶罐、高柄
豆、圈足豆、高颈罐、圈足盘、壶、陶益、酒瓶、杯、机、机形器、圆底盘等。鸟头把勺在
这一时期盛行。并出现了宽沿敛口的三足形炊器�及大量的酒器、长颈壶、长颈圈足壶等及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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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妙 ”才
图六 第二期陶器图

一 。 鸟头勺把 ‘ � ⑩ 、
一 陶瓶 。 。盘口形雄

喇叭形敞口坦盘 ⑩ 器盖 峨 吐

一 小平底陶罐 ⑧ � ⑩ 、 内益

⑩ 、 壶 ‘ 、 减、 。高柄豆
③ � � 三足形炊器

》 高圈足豆 ③

个别的尖底器。第三期的纹饰除二
期纹饰外�还出现米粒纹、乳钉纹、
蚌纹和云雷纹。其时代相当于商代
中期 图七 。

第四期 主要地层有第皿发掘

区的第 层至第 层�第 工发掘区
的第 至 层 第亚发 掘 区 的

至 层。此期泥质灰陶下降至
左右�夹砂灰陶比例增高。根据器
物的变化�这一期还可以分为前后
两大段�前段器形大致与三期的器
类相同�但质地以夹砂褐陶为主�
灰陶次之�尖底罐流行�鸟头形把
勺渐少。至后段�器形 基 本 为 素
面�纹饰少而单调�仅见个别有绳
纹。泥质陶的比例有所回升�器形
变得较高大�尖底罐多为簿胎泥质
陶�鸟头把勺及三足宽沿形炊器基
本消失�个别罐子的底部开始 出现
圈足。其时代大致在商末周初 图

八 。
上面�我们着重依据有关三星

堆遗址的地层资料结合出土器物的

分析�按照器物的组合和一些器形
的发展变化做了大致的分期工作。

下面我们再将上述的分期做依据�对主要陶器发展序列作一初步分析。这一工作对文化分期
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对分期所涉及的遗址各区资料的一次验证。

圈足豆�第一期的圈足豆�豆盘深而细高�束腰�高圈足�圈足上一般都镂有 至

个圆孔或三角形孔。至第二期�豆盘加大�平唇、直口�束腰�圈足变矮而内收�圈足上只
饰一个或两个相对称的孔。发展到第三期�盘口变为斜尖唇、口微敛�盘与圈足交接处的束
腰距离增大�圈足较矮而内折。至第四期�圈足豆的圈足变成弧足而外撇�圈足增高。

小平底陶罐 可分为 、 、 三大型。
型小平底罐始出现于第一期的最晚阶段�其数量也极少�陶质陶色多为夹砂灰陶。形制

为斜沿、侈口�榴肩�鼓腹、腹下斜收微内凹�小平底�底径多在 厘米左右�整个器形显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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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小平底陶罐出现于第三期�圆唇、口微侈�折肩�斜腹�平底。至第四期前段则发
展为尖唇、斜沿口微侈�斜弧腹�小平底。到四期后段�变为圆唇、敞口�小 折 肩� 斜 直
腹�平底微内凸 或高领�敞口�小折肩�小平底�底径多在 至 厘米左右。

型小平底陶罐始于第三期�尖唇�侈口�高领�圆肩�鼓腹�圈足�圈足与器底交接处为
束腰�较高�整个器形显得矮小。至第四期�器形较大�肩比第三期的圆、鼓�喇叭形矮圈
足�圈足与器底交接处的腰没有第三期的腰束得厉害、也没有三期的高。

高柄豆 可分为 、 、 、 、 型

型�始出现于第一期的最后阶段 第 层出土 。高柱状柄、高圈足�柄身中空和足
部相通。至第二期�高圈足变小�柄加长 发展到三期�圈足高而外撇�象口 “吊钟 ” 。

型�开始出现于第二期�小浅盘�折壁�柱状柄�矮喇叭形圈足。到第三期�发展为敞
口大坦盘�柱状柄�较二期粗矮�喇叭形圈足隆起�显得比第二期的高。至四期�喇叭形圈
足足底部分呈 “平沿 ” 状�豆盘变小�平沿浅盘�折壁。

型�始出于三期�其形制为粗短柄�喇叭形圈足�深腹杯�至第四期�喇叭形圈足变
成折肩�平沿�足壁较三期直。

型�始于第三期�为瘦高型喇叭形圈足。至第四期�圈足变得更加细小、瘦�足弧壁
更陡。

型�为竹节状柄。出现于第三期�形制为短柄矮低小喇叭形足�直竹节柄。至第四期
竹节柄演变成锥状形�上粗下细。

陶瓶 可以分为 、 、 、 四型

型�始出现于二期�形制为方唇�敞口�束颈�斜直腹�器身略呈等腰三角形�平底。
至三期�演变为窄平沿�束颈较高�斜直腹�近底处两侧微内弧。发展到第四期�变为斜沿�
尖唇�束颈�斜弧腹�腹下明显内折成平底。

型�始出现于二期�形制为敞口�圆唇�束颈�折肩�直腹较高�平底。至第三期�
敞口变大�颈较粗、长�折肩�直腹较二期的矮。发展到第四期�变为平唇、口微敛、颈较
短�折肩�直腹�平底�整个器身显得较为粗状。

型�第三期出现�形制为平唇�直口�直颈�溜肩�弧腹�平底。到第四期�发展为
干唇�口微敛�斜直颈或敛口、短颈�腹比三期的微弧�平底。

型�始见于第三期�形制为平沿方唇�侈口�长颈�鼓腹�圈足较高。至第四期�形
制为粗长颈�鼓腹�圈足外撇�变的较三期的矮。

鸟头勺把 始于第二期�数量较少�形制简单�长嚎无勾嘴�眼睛位置都比较偏高。
咽喉及颈部有一至三个小孔�一般为素面。发展至三期�数量增大�嘴咏变短�短勾嘴�眼
睛的刻划位置及比例适当�并在头顶及嘴角部位开始饰云雷纹。咽喉处及颈部饰一个小孔或
没有孔。发展到第四期�鸟嘴短小�勾嘴较厉害�或嘴部简化�但在头顶、颈部、眼眶处多
饰云雷纹、颈下或咽喉下一般不饰小孔。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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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盎�根据形态的不同可分为 、 两型

型�始于二期�管状流�顶较平�半开口�折肩�束腰�宽把�素面。发展至三期�
流变得较长�顶较隆起�口只开小半�束腰�宽把�上饰几何纹。至第 四期�盎顶 隆起 更
高�折肩尖出�束腰�盂身变得较短�档外撇�宽把较短�上饰几何形刻划纹。

型�整个器身显得比 型矮胖�始于二期�其形制为 顶较平�半开口�管状流�鼓
腹�束腰�三袋状足、较瘦�足尖为尖乳状。至第三期�秃顶隆起�大半封顶�开口约占益
顶的三分之一�管状流较粗、长�腹微鼓�三尖状袋足直接从鼓腹处撇出�秃身粗壮�上饰
三道凹弦纹�宽把�把上饰几何形刻划纹。至第四期�盎顶高隆�细长管状流�益口开在中
部�约呈夹角�折肩�斜直腹�三乳状头袋足�乳头足变得高大�宽把�把上饰几何形刻划
纹。

三足形炊器 自二期出现�形制为斜尖唇�侈口�宽沿�深腹�三大袋足�袋足较粗、
较高。到第三期�由二期的斜尖唇变为尖唇�敛口�斜直腹�腹较二期的浅�宽沿较陡斜 。
发展至四期�为尖唇�斜沿�敛口�斜直腹�腹更比二期的浅�宽沿较平缓的外伸 见图九 。

三、从三星堆出土的遗迹遗物看 “早蜀文化 ” 的特征及其发展
上述历次发掘出土的实物�使我们收获甚大 �初步弄清了该遗址文化的特征及其分布范

围。通过地层迭压打破关系及其类型学上的排比�使蜀文化的来龙去脉有了明显的轮廓。过
去�人们对川西的 “早蜀文化 ” 不甚了解�因此有些人认为 ’ 西平原在西周以前根本就没

有蜀文化……�蜀文化是西周以后从中原文化脱胎分化出来的 ” 〔川或 “蜀文化 是西周 以后
从汉水流域入川的 ” 〔幻等论点。这就给人们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西�周 以前 川 西
平原有没有一支早蜀文化存在 如有�他的文化特征是什么 第二�他的发展关系如何 下

面就这两个问题提出讨论。
一 早蜀文化的存在及其特征

早蜀文化的存在

这里所提到的早蜀文化�是指西周以前的早期蜀文化。 《华阳国志 ·蜀志》记载蜀 “历
夏、商、周。” 笔者根据近几年对广汉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所获得的大量实物资料分析�认
为 《蜀志》所载应为信史。地下的实物史料充分证实了川西平原在西周以前存在着一支古老
的地方类型文化�并在四千年左右已进入了文明社会。如三星堆遗址发现有人工堆积起来的
土埂�这些士埂显然可以认为是人工垒筑的 “城墙 ” 〔〕。在这个城墙的范围内�发现 了生
活区、作坊、窑址以及大量的房屋遗址。这些房子都有一定的规模�分布密集。在生活区内还
发现大量的玉石礼器�如玉踪、璧、圭、璋、剑、暖、环、斧等。这些遗物显然不是一般人
所具备的而应是王公贵族所拥有的。遗址中发现的两个双手反缚的石雕奴隶像说明了在这个
时期奴隶制的存在。

年 至 月�在三星堆遗址又发现了两个大型的祭祀坑�出土了近千件的珍贵文物。
一 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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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尤以礼器为主�如尊、彝、璧、圭、琼、璋等�尤以一号坑出土的金杖更是体现了王权
的所在。这一重大发现更加充分证明了三星堆遗址曾是一个古代王国一蜀国的所在地。

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年代�根据地层的迭压打破关系、类型学上的排比和碳十四测定 上

限大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士 年 �下限在商末周初 士 年 。
可见这支土著文化早在西周前就存在了�而且延续近两千年而不间断�证明蜀文化并非是西
周以后才从其他地方迁徙而来。

早蜀文化的特征

从上节中�我们知道三星堆遗址的延续时间约两千年。那么它的文化特征是什么呢 下

面我们就根据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生产工具、房屋遗址来看它的特征。
①、陶器
一般说来�陶器在考古学中是判断一种文化的地域性和族属的重要依据。根据广汉三星

堆遗址的多次发掘及川西各地的调查发掘�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堆遗址文化大量的常见遗物是
陶器�因而要确定三星堆文化的面貌�把握其主要特征�首先就得识别陶器。

三星堆遗址的陶器种类有 圈足豆、小平底陶罐、尖底罐、双耳罐、高领罐、鸟首和马
首把勺、高柄豆、陶盂、酒瓶、瓤、杯、碟、盘、圈足盘、瓮、缸、长颈壶、器盖、三足形
炊器等种类。在这些器形中则以圈足豆、小平底陶罐、尖底罐、鸟头把勺、陶孟、长颈圈足
壶、酒瓶、喇叭形器、高柄豆、三足形炊器为常见的器形�也是最富有特征的器形。其造型
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如小平底陶罐�口都较大�底很小�口径往往大于底径三至五倍。尖
底罐有薄胎、也有厚胎。许多薄胎尖底罐近似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陶�胎仅 厚 至 毫 米

之间。其底尖得不能自立�放置得靠器座。高柄豆一般高达 至 厘米�有 的竟高 达 厘

米左右。三足形炊器均在腰部上方加一宽沿�沿多在 厘米左右�尤如当今四川 “泡菜坛 ”的
坛沿�上面既可放食物又可加盖�三个大袋足不仅容量大�传热功能也很佳 图版叁� 。
这些遗物的造型�可堪称三星堆遗址文化珍贵的工艺品�这也是其它地区文化未见的。

三星堆遗址文化的陶系早期以泥质灰陶为主�二、三、四期以褐色夹砂陶为主�其次是
夹砂灰陶�再次是红陶�黑陶最少。其中有很多器物是褐灰或褐黄相间�火候不均。尖底罐
和高柄豆多为泥质灰陶�这些器物的外表�根据当时出土情况来看�大部分都经过打磨和穿
过黑白两色陶衣。 〔〕这种独特的器形配合以醒目的色调�自然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特征。

三星堆遗址文化常见的纹饰主要有粗绳纹、细绳纹、弦纹、压印纹、附加堆纹、划纹、
几何形纹、方格纹、戳印纹、圆圈纹、 “ ” 纹、人字纹、波浪纹等。纹饰一般都很简练�
大多数纹饰都施于器物的特定部位。如粗绳纹和细绳纹多施于小平底罐的肩 云雷纹多施于

鸟头把勺的鸟头部位 人字纹、 “ ” 纹通常饰在高柄豆的柄部或陶秃的腰部 戳印纹几乎

限定于陶益玺耳的上端 镂孔多饰于器物的圈足或鸟头把的把上及高柄豆的柄上�主要饰于
后二者。勺把和高柄豆的柄上一般是一至二个小孔�孔径一般在 至 厘米之间。勺把的
两个小孔多饰于鸟的下缘近咽喉部位及颈于器身的交接处。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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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化的陶器器壁多转折变化�突棱发达。陶器的附件如耳、鼻、鹜、把、足、纽
等�不仅装置位置得当�使用方便灵活�而且形象多样�富有装饰性和艺术性。如陶盂�有
的盖顶上饰一动物形象�孟流两侧饰两只眼睛�流则自然成了嘴�而三足做成动物在爬行似的
足�安排得恰到好处�身、腰、足的比例恰当�转角、轮廓相当清晰 图八� 。器盖的
纽和勺把的顶端常做成鸟头、鸡冠状、花蒂形、羊、虎、蟾蛤、鸥鸭、鹰、杜鹃 图版叁�、
等飞禽走兽的形象�即实用又美观。这是三星堆文化的又一大特征。

三星堆遗址文化的陶器制法�一般有手制和轮制。轮制有慢轮、快轮。尤其是尖底薄胎
陶罐�陶胎大多在 至 毫米之间�这就更反映了当时快轮的使用。因为陶胎越薄、越 均
匀�则要求快轮的旋转速度越高�轮盘的安装也越要平稳。手制仅限于少数陶器�如陶秃、
高柄豆、勺等器形的把、柄、足、耳之类。总之�三星堆文化的陶器造型在其多样性、科学性
和艺术方面都反映出了较高的手工业制陶水平和浓厚的地方特色。

②、生产工具
广汉三星堆文化的生产工具�除纺轮、网坠大部分为陶质外�余皆石质。器形制作精致�

棱角整齐�通体磨光。主要种类有 剖面呈棱形的石斧、断面近方形的石裤、长条形的石凿、
半月形的弧背刀等�均为小型磨制石器。石柞、石锥、石矛等数量较少�以斧、磅、凿、纺
轮为主。其石质多系片岩、页岩和板岩。石纺轮的制作�通常是利用制石璧钻下的石心�再
穿孔加工而成。穿孔主要采用琢穿和管钻两种办法。整个遗址没有发现大型的有肩或有段石
器�而是以小型的磨光石磷、斧、凿为主。这亦是三星堆遗址的一个重要特征。

③、房址
三星堆文化的房址全部为地面建筑�从平面来看有圆形、方形、长方形三种。多数为长

方形。房间面积多在 至 平方米之间�个别达 多平方米。其建筑材料采用土、木、竹等。
其建筑方法多以桦卯和分段搭接技术为主的穿斗式骨架和抬梁构架方法。 〔”〕四周墙 基 多
挖沟槽�槽宽 至 厘米�深 至 厘米不等。沟壁整齐坚实�沟底掘小槽子或柱洞。洞径
一般为 至 厘米�深 至 厘米。柱洞间距一般为 至 厘米。沟底的小槽 宽 至 厘

米。沟底平整�柱间立小木 竹 棍�再于沟内填土埋实�小棍上编缀竹、木条等物�然后
两面涂草拌泥而成 “木骨泥墙 ” 。

从上述三星堆文化的特征中�我们可以看出整个三星堆文化内涵有别于鼎、扁、颠三足
器为主要炊器的中原文化�有别于以彩陶为主的西北文化等。显然三星堆文化是具有浓厚的
地方特色的一支古代文化。这种以小平底陶罐、尖底罐、高柄豆、圈足豆、鸟头把勺、三足
形炊器为基本组合的陶器以及小型磨光石器为特征的文化�充分反映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
固有特征。

早蜀文化的发展

上述三星堆文化小平底陶罐、圈足豆、高柄豆等器形的演化序例�已清楚的向人们展示
出了早期蜀文化的特征及自身的发展。这就不难看出三星堆遗址与川西平原诸遗址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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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三星堆遗址四期的小平底陶罐、尖底罐、高柄豆、陶益等基本典型器物均在成都十二桥商
周遗址、新繁水观音商周遗址、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雅安沙溪西周遗址都有出土�具有一
定的承袭关系。如三星堆遗址四期的尖底、小平底陶罐在新繁水观音遗址演变成尖斜唇、侈
口、口径大于肩径的小平底罐。三星堆遗址四期的直口、直腹的尖底罐�在新繁水观音遗址
和成都十二桥遗址及雅安沙溪遗址则多为侈口、腹微曲的尖底罐。在雅安沙溪周代遗址盛行
的陶盔则变成大侈口、长流体肥胖的乳头袋足 图十 。这些器物一直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

晃甲 娜万一诊

勺岁岁、牙�玲
图十 雅安沙溪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

、 、 。小平底陶罐 工④ �� ③ �
、 。尖底盏 � 。�
、 。尖底器 。 � ②

高柄豆 采

圈足豆 ②
仍保留了传统风格。如尖底罐、盏 盏是三星堆遗址祭祀坑所出主要陶器 在雅安荣经县的

民新村、南罗坝春秋战国遗址、 〔〕成都南郊战国墓、 〔〕成都百花潭中学 号 墓、〔〕成
都青羊宫遗址的战国文化层 〔的中都有发现。

在纹饰符号上�三星堆遗址的主要纹饰粗绳纹一直到西周、春秋、战国各时代的陶器上
仍为主要纹饰之一。而鸟、花蒂、手心、虎、蟾赊等纹饰、泥塑形象和 “星月 ” 纹在春秋战
国时期的蜀兵器上更是常见�〔〕充分显示出同一文化的内在联系、传统关系和承袭 因 素。
春秋战国时期的蜀文化无疑是继广汉三星堆早期蜀文化发展而来的。

附记 本文中的沙溪遗址的部分陶器图�由雷雨同志提供�特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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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流型 号铜鼓金相组织中的自由铜沉积

、枝晶间的大颗粒� 、枝晶间的细小颗粒 、大的球状颗粒� 、锈蚀与未 锈蚀
共析组织。

广西冷水冲型 号铜鼓的金相组织

、基体上未被锈蚀的 劫 共析组织及铅颗粒 、表面锈层中未被锈蚀的 句 共析

组织。

广西北流型 号铜鼓的金相组织 自然腐蚀的 黑色晶界。

北流型铜鼓调音问题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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